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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项目概况

为解决好气象台站在业务、办公、供电、交通、通讯和

气象探测环境与设施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

和问题，漯河市气象局实施解决X波段天气雷达配套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。根据《漯河市天气雷达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建设方案》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改造提升、业

务支撑平台提质升级 2 大方面。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方面：计

划完成业务运行基础环境改造、雷达塔楼维修、电梯购置及

安装等 15 项工作，实际已完成 9 项，完成率达 60%，业务楼

过道、楼梯间、办公室顶、墙面铲除和粉刷提升改造、雷达

塔亮化 6 项工作未完成。业务支撑平台改造方面：计划完成

综合业务显示系统、雷达综合业务操作台、业务会商工作台

等 9 个系统平台改造提升，8 个已建设完成，完成率 89%，

信息安全和应急保障系统未建设。

该项目预算共计 848 万元，全部来源于市级财政，漯河

市财政局已全部拨付到位，资金到位率为 100%，项目实际支

出 423.73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 49.97%。

二、评价原则与评价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坚持科学规范、公正公开、绩效相关等评

价原则，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，运用科学、合理的绩效评价

指标、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，对财政资金支出的经济性、效

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、公正评价。评价方法包括文献分析

法、现场调研法、因素分析法、比较分析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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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综合评价情况

该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。

项目财务管理制度较为健全，财务监控有效。业务支撑平台

改造提升完成情况较好，通过项目实施，气象预报准确率较

高，电信运营商增值服务有所增长。预报和预警机制较为健

全，信息共享渠道较为畅通。但同时评价组发现，项目在实

施过程中部分程序仍有待完善。如，项目立项程序不够规范，

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全面。部分资金支出进度与合同约定进度

不匹配。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和平台系统未建设完成，项

目建设进度缓慢。个别购置系统平台未正常运行，项目效益

发挥较为迟缓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

2022年度漯河市解决 X波段天气雷达配套基础设施建设

项目总体评价得分为 80.26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决策类

权重分 10 分，得分 8.91 分，得分率为 89.10%。过程类权重

分 26分，得分 20.90 分，得分率为 80.38%。产出类权重分

32 分，得分 22.78 分，得分率为 71.19%。效益类权重分 32

分，得 27.67 分，得分率为 86.47%。

四、主要经验做法

一是成立项目工作小组，保障X波段天气雷达项目实施，

为漯河市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气象保障。通过

项目实施，共铺设室外雨水排水管道市政顶管道 104 米，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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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室（四楼）场所改造升级 89 平方米，完成 8 个系统平台

建设工作。项目实施后，气象灾害防御覆盖全市 8 个县（区），

48 个农业乡镇，1269 个行政村，覆盖率达到 100%，增加突

发性、灾害性天气精细化探测能力，2022 年气象预报准确率

均达 100%，解决漯河气象监测预警短板，实现夏季暴雨、冰

雹等中小尺度短时临近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。

二是气象增值服务成效显著，辐射群众满意度较高。电

信运营商增值服务相较以往明显提升，三大运营商短信服务

数量逐年增加，2021 年三大运营商短信服务数量为 15.26万

条，2022 年为 15.45 万条。同时，通过对气象工作人员及漯

河市群众进行满意度调查，91.50%的气象工作人员对该项目

建设感到满意，社会群众综合满意度达 94.30%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项目前期谋划不够科学充分，项目立项及调整程

序不规范

一是项目立项审批程序不到位。根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

和《漯河市市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漯

办〔2018〕33 号）规定，项目单位实施前期应当编制项目建

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实施方案、初步设计，报发改部门

立项。但该项目前期并未经发改部门立项审批，而是直接报

政府审议，项目立项程序不符合政策要求。

二是项目变更审批手续不完备。根据上述规定，涉及变

更的政府投资项目，项目单位应将变更情况报政府审核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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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审定后，按程序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批准，方可进行变

更实施。但该项目因前期方案谋划不科学，增加部分装修工

程，包括美的全直流变频室内机 4 台，凤铝窗户 107.5 平方

米等；同时在实施期间因消防部门消防设施检查不合格，要

求完善整改，增加烟感器和温感器等消防设施。但上述变更

内容仅由市气象局、监理方以及项目建设方三方出具的变更

书，未将变更情况上报至相关部门、领导进行审核。

三是部分绩效指标不够细化、量化，目标约束指导不强。

第一，绩效目标未全面覆盖工作内容，如，未体现基础设施

改造提升的相关内容；第二，部分产出和效果指标较为定性，

无法精准考核。

（二）资金支出使用效率不高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有待提

升

一是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。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项

目资金到位 848 万元，实际支出 423.73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

为 49.97%。

二是资金支出进度与合同约定不匹配。按照项目实施进

度和合同约定时间，共有三家公司 28.78 万元合同金额已到

资金支付节点，且市财政局已在 2022 年 5 月底将资金拨付

至市气象局，但市气象局未及时支付到实施到位。

三是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不规范影响履约质量。市气象局

和北京知天智为气象科技有限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仅提出了

项目需求，即要达到会商、信息交互等功能，但对于如何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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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此项工作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满足上述需求并无明确规

划，对中标单位缺少相应的实施要求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进度相对迟缓，系统使用效益有待提升

一是项目实施进度缓慢。该项目招投标工作计划于 2022

年 8 月完成，实际于 2022 年 9 月份完成；计划于 2022 年 9

到 11 月实施并完工，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竣工报告和项目

审计，但截至 2023 年 6 月底，该项目仍未完工。

二是项目配备保障制度不够健全完善。市气象局尚未制

定相关的基础设施采购管理制度、后期运行管护制度，导致

个别环节工作不够规范到位。

三是基础设施和业务支撑平台改造完成率不高。截至

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仍有 6 项工作未完成，

完成率为 60%，业务支撑平台改造方面，信息安全和应急保

障系统尚未建设完成。

四是个别系统平台未正常运行。9 个系统平台中目前正

常运行的有 8 个，平台运行率为 88.89%。信息安全和应急保

障系统因安全等级测评涉及多部门配合需到公安部门备案

尚未完成建设，未投入运行。

六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做深做实项目规划设计，规范项目立项及调整变

更程序

一是严把政府投资“关口”，规范立项审批。建议市气

象局严格按照《河南省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和国有企业投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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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建设管理的通知》（豫发改投资〔2017〕312 号）、《漯

河市市级政府投资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漯办

〔2018〕33 号）要求，编制项目建议书、可研报告等内容报

发改部门审批，强化主体责任，规范报批程序。

二是完善工程变更审批程序，加强成本控制。首先，建

议市气象局明确项目变更基本要求，在建设过程中因国家政

策调整、价格上涨、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确需调整

的，及时提出调整方案。其次，按照变更设计文件确认的工

程量和价款，经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实施。最后，严格变更

责任约束，变被动控制为主动控制，变事后控制为事前控制。

三是突出成本效益理念，强化目标指引约束。建议漯河

市气象局完善绩效目标申报工作，根据项目实施内容及预算

安排合理设置绩效目标，全面体现项目产出和效益，切实做

到“预算绩效一体化”。合理设置绩效指标，并从产出、效

益等方面进行细化。

（二）加快预算执行，提高资金支付效率及使用效益

一是加快项目资金执行力度，避免资金沉淀。一方面，

市气象局切实履行预算执行主体责任，加快推进项目进度，

在财政资金保障到位的情况下及时申请资金支付，形成实际

支出。另一方面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度及时向实施单位支

付项目资金，避免财政资金长期滞留。如考虑工程质量问题，

可通过合同中约定质保金的方式加强项目约束。

二是明确资金投入重点及要解决的关键问题，提高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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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成效。市气象局进一步做好项目前期摸排和调研分析工

作，针对目前天气预警情况进行需求分析调研，掌握漯河市

气象行业未来发展规划及单位需求、单位现有设施和平台设

备数量、分布情况、功能配置、使用频率等，再结合预算资

金安排情况，根据轻重缓急、场地及平台设备、信息支撑等

完备情况确定需采购内容。另外，在之后实施项目时，优化

项目实施方案，科学谋划项目内容，规范项目合同签订，在

合同签订时明确项目建设缺口和提升重点。

（三）优化项目实施与过程把控，完善配套制度建设

一是主管部门加强项目监管及质量控制。市气象局做实

可行性研究、初步设计、环评、勘察等前期工作，客观论证

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及必要性，合理核定投资规模、建设内容、

项目用地、资金来源等。加强项目建设过程把控，避免因实

施内容不达标导致频繁变更、调整。如遇确需调整情形，应

报有关部门审核批准。

二是健全完善采购、管护等配套管理制度。市气象局完

善基础设施建设及采购管理制度，针对项目需求制定采购计

划，完善合同签订内容，保证采购工作规范开展。制定后期

运行管护制度，明确管护责任主体、管护措施、职责分工、

资金来源等内容。管护责任单位对基础设施及天气雷达系统

进行定期维护保养，主管部门加强监督指导，保障项目效益

可持续发挥。

（四）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进度，持续巩固项目成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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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未完工部分尽快建设完工，形成实物资产。其一，

发挥专班工作小组作用，定期了解项目实施遇到的瓶颈和难

题。同时鉴于气象设备露天作业特殊情况，受气候影响因素

较大，准备防暑、防寒、防水等必要措施。其二，针对目前

项目实施进度，倒排工期。加强内外沟通协调，气象局电工、

后勤人员、市电业局、市政排水管理处等积极配合实施单位

开展工作。其三，在之后项目实施时，明确项目分工任务。

及时了解项目建设情况，在项目建设期如出现与方案设计不

同之处，规范调整实施内容，保证建设成效。

二是强化部门沟通协调，加快推进系统平台投入运行。

市气象局对信息系统资产进行初步梳理和核对，根据相应的

测评指标和测评内容，编制测评方案，对信息系统网络安全、

应用软件、数据安全进行测评。同时，积极和市公安局沟通，

加快备案进度，尽快建立信息安全和应急保障系统，为各项

系统平台的正常运行提供必要安全条件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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